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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校园文化既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更是实际存在的场域，她以强大的磁力拉动着学校教学科

研、人才培养和组织管理等工作。由于独特的区位和历史，边疆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学校文化建设存在缺

失错位、定位模糊、内容空泛等问题。高职院校要发挥文化育人的功能，学校文化建设必须秉持育人本

真，回归大学之道; 重新定位，彰显高职特色; 校地融合，传承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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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是事

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

立性的大问题。学校作为立德树人的主要阵

地，是践行这一理念的重要场所，而校园文化

则是提升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她以强大

的磁力拉动着学校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组织

管理等工作。但由于独特的区位和历史，边疆

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学校文化建设不足，功能式

微。边疆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应将重构学校文化

纳入新时代新阶段现代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定位与引领: 学校文化功能简释

学校文化是在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实践中

逐渐生成的、体现时代特征和社会进步的价值

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及其活动结果，是

具有学校特 色 的 精 神、制 度、物 质、行 为 方

式，并影响和制约着学校成员的活动方式和精

神面貌。高职教育培养的是 “生产、建设、管

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 ‘下得去、留得住、用

得上’，实践能力强，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高

技能人才”。高职院校要培养能够服务社会生

产一线应用技能型人才，必须加强学校文化建

设，充分发挥学校文化育人功能［1］。
( 一) 学校文化的内涵

学校文化的内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

面来阐述。广义的学校文化是指学校所有固化

和非固化的文化总和; 而狭义的学校文化是指

学校在发展过程中，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理

念下，在全体师生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积淀

和创造出来的，体现学校的精神氛围，反映学

校的办学理念，并为全体师生员工所认同和遵

循的价值观、行为方式、行为规范和物质设施

的整合和结晶。学校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

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四个方面的内容。
物质文化是显性的学校文化，表现为学校总体

规划、环境建设、教育教学活动场所与设施，

是学校文化的物质载体; 制度文化包括相关的

法律法规、学校管理制度、组织机构及运行机

制，是学校进行正常教育教学活动的有力保

障; 精神文化是学校文化更深层次的表现形

式，是指学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教育实践和日

常工作学习生活中所积淀、创造出的一种特定

的文化氛围和精神环境，它是学校文化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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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具体表现为师生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

以及学校的教风、学风、学术氛围、人才培养

目标与模式等; 行为文化是学校人际关系和精

神风貌的动态体现，指的是学校师生员工在人

际交 往 和 教 育 教 学 实 践 过 程 中 产 生 的 活 动

文化［2］。
( 二) 高职院校学校文化的功能

学校文化的最高价值和本真意义在于影

响、制约并促进人的发展。学校文化是一所学

校独特个性风格的体现，是区别于其它学校之

所在。她是学校的灵魂，是一种场域，产生着

强大的磁力，是一条流淌的长河，哺育学校获

得持续发展。一是学校文化能引导教职工和学

生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航行，在激发

教职工和学生实现其奋斗目标的同时，还能规

范和约束他们的行为，使大家都朝着积极的方

向发展。二是学校文化能让全校师生员工在无

形之中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在不断粘合中推

动学校向前发展。三是学校文化作为一种精神

存在，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学校生活的方方面

面，作为活动在高职院校的个体，必然受到这

种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总之，良好的学校文化

能够催人上进，使师生在踏入校门的那一刻

起，就逐渐形成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砥砺前

行、追求真理的精神风貌和 “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博大胸襟和使命感［3］。

二、缺失与错位: 高职院校学校

文化现状

( 一) 文化建设缺位，陷入“制器泥潭”
尽管国务院发布的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明确提出: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

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职

业教育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

和智力支撑。”但高职教育在我国仍处于高等

教育的末端，现实发展中存在社会认可度低、
生源质量较差等困难，很多高职院校重硬件配

置轻软件建设，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高职院

校，学校文化建设缺失与错位［4］。
一是对学校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不够重

视，学校在文化建设中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和

完整性，开展文化建设工作较为零散且随意性

大，没有 形 成 建 设 合 力 和 浓 郁 的 文 化 氛 围，

“文化沙漠”现象严重。二是学校活动场面搞

得轰轰烈烈，条幅标语目不暇接。然而，这些

活动文化品味不高，且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

既不能陶冶学生的情操，也不能提高学生的思

想道德水平。三是高职院校更多的是将精力放

在盖楼房、建基地和添设备等硬件建设，在高

大的楼房、华丽的建筑、先进的仪器设备之

外，缺乏文化底蕴，学生感受不到文化气息的

熏陶。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缺位，导致学生技

能水平和人文素养的分离，必然陷入 “制器泥

潭”［5］。
( 二) 文化定位模糊，缺乏高职品格

高职教育不同于其他高等教育之处在于其

职业特征，高职院校学校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

就是重视职业性。然而，当前高职院校在学校

文化建设中，习惯于照搬照抄学术研究型大学

成熟的文化建设模式，忽视高职院校的职业特

征，脱离高职教育应用技术型的人才培养目

标，与普通大学同质化［6］。首先，高职院校学

校文化建设基本没有与“职业教育”紧密地结

合起来，学校上下都没有真正认识到打造学校

文化的职教特色是高职院校树立学校品牌、提

升核心竞争力、加快学校转型发展的有效途

径。其次，高职院校学校文化与企业文化脱

节，培养的学生难以适应企业文化，无法满足

企业需求，导致高职院校学生就业难和企业用

人难的两难境地。
( 三) 文化内容空泛，民族特色式微

高职院校生长于地域文化的深厚土壤，独

特的地域文化对全体师生员工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传承本土优秀传统民族文

化是其应有之功能。然而，边疆民族地区高职

院校却未能与地域文化有效沟通与融合，未能

突出学校所在区域的文化特质，也未能发挥其

传承和保护地方民族文化的功能。

三、重建象牙塔: 边疆民族地区

高职院校学校文化再造

( 一) 秉持本真，回归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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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善”。高职教育，姓 “高”也姓 “职”，这

两个特征缺一不可。边疆民族地区高职院校要

全面认识到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避免功利

主义和形式主义，回归育人本真。首先，要重

树学校文化建设之旨。高职院校的培养对象是

“人”，应注重对人的整体和谐发展的培养，将

培养学生独立的人格、健全的心理、良好的社

会适应能力作为当前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首要

目标。其次，要加强学校文化建设的系统性研

究。文化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意味

着边疆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必须认真梳理学校精

神的培育、共同价值观的形成，规划设计好学

校的办学宗旨及管理理念、全员参与积极性的

调动和自身特色的打造; 应当把先进的社会文

化和区域文化、优秀的企业行业文化融入到学

校文化建设之中，并加强对学校文化活动的设

计指导，提升文化活动的品味［7］。
学校的物质文化是学校文化的外在标志和

物质载体，精神文化才是学校文化的内核和硬

核。边疆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不能一味追求学校

物质文化的建设，对有多少设备齐全的教学

楼、实验楼、图书馆津津乐道，却忽视精神文

化建设，最终使学校文化建设流于形式，失去

其应有之义。
( 二) 准确定位，彰显高职特色

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是 “培养生产、
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 ‘下得去、留

得住、用得上’，实践能力强，具有良好职业

道德的高技能人才”，这与普通院校的培养目

标有着显著区别［8］。
这就要求高职院校不能一味地模仿和沿袭

普通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学校文化建设

框架，高职院校无论是物化设施还是制度建

设，专业课程设置还是师资配置，教育教学模

式还是学生管理等等，都应该尽可能体现高职

院校的育人特点。
第一，要强化高职教育的宗旨，凸显 “做

中学”的教学文化。传统的以课堂教学为中

心、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的教学活动不能完成

高职教育培养学生具有从事一线工作的职业技

术能力的目标。所以，高职院校的教学内容和

教学过程均要体现出以实践知识和应用技能为

主导的态势。在引导学生认真学好与本专业相

关的理论知识的同时，熟练掌握专业操作技巧

和职业技能。
第二，应加强校企和校社合作，增进两种

文化的融合与沟通。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直接服

务于社会和企业，为实现学校与企业的良性互

动，达到毕业生的 “零距离”就业，高职院校

应积极聘请企业管理者或业界名流到学校讲学

指导，在吸收业内行家们对学校文化建设意见

的同时，还能接收到企业社会的反馈信息，调

整人才培养模式，把产业文化和优秀企业文化

融入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同时，高职院校还应

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到企业进行参观和见习，吸

收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借鉴企业的管理方法，

通过多角度全方位的校企合作，最终既能完成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也能满足社会经济发

展对人才的需求［9］。
第三，提升学生职业操守，重拾 “工匠”

精神。职业道德教育离不开良好的学校文化氛

围，首先要注重对“职业道德教育”课程的开

设和管理，系统全面地向学生阐述社会主义公

民道德和职业道德标准; 其次要开展丰富多彩

的校园活动，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让学生感受

“中国梦” “实干兴邦”的爱国主义教育，塑

造学生积极上进、自强不息的性格，使学生具

有良好的职业修养，培养学生具有干一行、爱

一行、专一行的敬业精神。最后还要引导学生

科学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培养健康的职业

心理。
( 三) 校地融合，传承民族文化

边疆民族地区高校作为地方文化传播的主

阵地，肩负着传承、发展和保护本土优秀民族

文化的历史重任。边疆民族地区有其独特的地

域和文化特征，经济发展水平也较内地相对落

后，当地高职院校不能盲目追求 “高大上”，

必须从实际出发，立足地方，融入地方，为地

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边疆民族地区高职院

校要充分挖掘本土优秀民族文化元素，开发开

设本土校本教材，让学生尽早熟悉学校所在地

的经济文化特点、明确地方经济发展的方向，

利用地域文化的优势来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

职业技能，让学生早日积极主动地融入地方经

济和文化建设之中。在构建专业体系和课程体

系时，要通过多种形式开展边疆民族地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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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授和教育，在体现出学校办学特色的同

时，挖掘该区域文化的现代价值，充分发挥高

校传承地方民族文化的功能。
边疆民族地区高职院校担负着为当地社会

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素质

技能型人才的使命，应自觉地把学校文化再造

放在学校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来布局，切实把

学校文化建设渗透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教育

教学改革、专业课程设置和学生管理等方方面

面，才能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的学校文化育人功

能，才能培养出适应企业行业发展要求的具有

丰富的人文素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健康的职

业心理、高超的职业能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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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s and Ｒeconstruction: The Culture Ｒeengineering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Frontier Minority Area

Yang Minghong, Fan Yaping
(Dehong Teachers’College, Mangshi Yunnan 678400, China)

Abstract : Campus culture is not only an abstract concept, but also an actual field. It stimulates the work of teach-
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alent cultivation and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with strong magnetic force. Due to the u-
nique location and history, there are questions i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uch as the
loss and dislocation, ambiguous orientation, without specific cultural contents, and so on. To perform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should focus on the goal and doctrine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reposition and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bonds with the local city and
actively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of ethnic cultures.
Key words: frontier minority area;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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